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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 10 月 15 日 ,是

一个永载中华民族和人类文

明史册的日子。我国第一艘

载人飞船“神舟”五号发射升

空。在绕地球环行 14 周后 ,

16 日 6 时 23 分 ,航天员杨利伟乘返回舱在内蒙古预

定地区安全落地 ,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取得圆满

成功。中国成为继前苏联和美国之后 ,世界上第三

个可以独立把人送入太空的国家。

人类总是对浩瀚的宇宙充满好奇。当你吃到经

过太空育种得到的食品 ,用上航天生物技术研制出

的药物时 ,你还觉得太空真的遥不可及了吗 ?

一、载人航天和我们的生活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 ,安排了六大领域

的 28 个项目 ,包括对地观测和遥感应用 ,空间生命、

材料科学和微重力流体物理 ,空间天文和物理 ,空间

环境预报和监测以及天地技术支持系统。对地观测

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使我国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科学

实验和探测成果硕果累累。我们获得了高质量蛋白

质晶体 ,掌握了有应用前景的空间生物制药方法 ,世

界上第一例由空间细胞融合得到的新品种烟草苗正

在茁壮成长 ,空间材料、地球环境、空间天文、空间环

境等各项研究取得高水平成果 ,全面推进了我国空

间科技的发展。

二、神舟五号开舱揭秘

神舟五号最先出舱展示在人们面前的是一面北

京 2008 奥运会会徽旗帜。随后 ,联合国国旗、中国

国旗、人民币票样币和本币、中国首次载人航天的纪

念邮品、来自台湾的种子等一一从舱中出来亮相。

36 种来自台湾地区的种子也相当让人关注。据了

解 ,它们包括台湾的青椒、西红柿、稻米、芒果、香蕉 ,

金门的一条根、马祖的红花石蒜和澎湖的林木树苗 ,

一共 36 种。这些由祖国大陆飞船带入太空的种子 ,

将于近日回到台湾“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这有利于

推动海峡两岸农业技术进一步的发展。

据悉在神舟三号飞船上也搭载了一批实验样品

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空间生命科学实验和材料科学实

验。从神舟三号飞船返回舱内取出的实验样品主要

包括 :清华大学生物芯片工程研究中心搭载的微缩

芯片试验装置 ,中国科技大学搭载的鸡蛋空间孵化

撞所达到的密度和温度相当于大爆炸之后的微秒时

期。这就是探测到了关于夸克 - 胶子等离子体存在

的第一个信号。

现在重要的是 ,观测和实验它们单独还不足以

缩小宇宙可能演变的方式。同样道理 ,理论也需要

进一步发展。我们只能建议的是 ,能否得到最后的

宇宙学理论在于 ,我们是否能成功地把上个世纪两

个基础理论 ———量子理论和广义相对论统一起来。

该学科研究的技术和社会意义

在过去的 50 年里天文学领域一直呈现出无比

繁荣的景象 ,而且它已成为我们先进的物理技术文

化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例如 ,天文学研究对所需实

验设备的极端要求 ,使得现代望远镜精度不断提高 ,

使半导体传感器的品质和超级计算机能力不断提

高 ,并因此帮助推动可经常为其他领域带来益处的

技术发展。比如 ,卡拉尔山上巨大的光学望远镜的

研制推动了液晶玻璃的发展。与此类似 ,从 ROSAT

X射线非球面镜研制技术发展得到的极端精密的表

面加工技术 ,也为变焦镜头的加工带来益处。

在上个世纪 ,天文物理和宇宙学领域尽管获得

了大量惊人的、开创性的发现 ,但是许多基本问题还

只是得到了部分答案或者是完全没有得到答案。这

是现在计划建造许多重要的地面和空间天文望远镜

的动力 ,这些计划建造的设备可以探测到从无线电

波直到 TeV 能量的伽马量子的全频信号。另外 ,还

存在来自非常特别现象的新信息源 ,像中微子望远镜

所做的那样 ,它们在太阳中微子探测中首次露面后 ,

在 1987 年探测到来自超新星 1987A 的 20 个中微子事

例。在不久的未来 ,还有引力波天文望远镜 ,用它不

仅能探测像黑洞聚变那样的极强烈事件 ,而且 ,还能

探测宇宙在 10 - 28秒时的非常早期宇宙的密度涨落。

可以预见 ,在新的世纪里 ,天文物理和宇宙学的

研究活力不会有任何减弱 ,特别是因为在这个课题的

探究中 ,有着无尽的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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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医药技术研究所搭载的康

乐霉素菌种及有关部门搭载的无核试管葡萄苗、长

春藤等 10 多种植物种子 ,北京东方红航天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搭载的 Monascus 菌株等。

三、航天生物技术

所谓航天生物技术 ,概括地说就是 :利用返回式

空间飞行器将微生物、植物种子等生物样本送入太

空 ,在地面难以模拟的空间环境下 ,促进生物的生长

与变异 ,返回后利用现代生物技术进行培育 ,筛选出

优良植物种子和菌种 ,形成规模化生产。它是航天

科技与现代生物技术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门高新科学

技术。那么 ,太空中又有什么魔力能让生物产生神

奇的变化呢 ?

原来 ,地面上生存的生物都是在地球重力场、低

辐射条件下长期的自然选择和进化的结果。太空的

环境与地面环境则完全不同 ,比如微重力、强辐射、

高真空、高洁净等 ,特别是空间微重力和高能粒子辐

射条件是地球上生物从未遇到过的。在这种特殊的

环境下 ,会使种子和微生物获得地球上罕见的变异。

空间环境因素中 ,起主要作用的是宇宙射线和微重

力 ,宇宙射线是引起植物诱变的主要因素 ,而微重力

通过增强植物材料对诱变因素的敏感性 ,使染色体

DNA 损伤加剧 ,增加了变异的发生。北京东方红航

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谢申猛博士长期进

行生物学研究、他在多次实验的基础上认为 ,微重力

可能干扰 DNA 损伤修复系统的正常运转 ,即阻碍或

抑制 DNA 链断裂的修复 ,微重力与空间辐射具有协

同作用或至少是双重作用。

四、航天育种结硕果

在国家 863 计划资助下 ,我国 23 个省市的 70

多家科研单位参加了多学科的研究 ,利用返回式卫

星和飞船先后搭载了小麦、大麦、萝卜、茄子、谷子、

甘草、百合、青椒、花生等多种植物进行航天试验。

华航 1 号水稻新品种穗大、粒多、结实率高 ,可增产

10 % ,单季亩产达 500 千克以上 ,已推广 100 万亩以

上 ;经过空间处理过的青椒 ,单果实重量平均提高

1～3 倍 ,一种名叫 87 - 2 青椒一个在半斤以上 ,维

生素 C含量提高了 20 % ,亩产 5000 千克左右 ;经过

空间环境处理的西红柿种子 ,亩产增加 20 %左右 ;

利用航天育种培植出了特大粒白莲种卫星 3 号 ,每

粒莲子 214 克以上 ,比常规品种可增产 60 %。近十

多年来 ,我国已经成功进行了 10 多次植物种子的航

天搭载实验 ,每年增产粮食 30 亿～40 亿公斤以上。

空间诱变诱种已成为中国在航天生物科技研究方面

的一个特色 ,开创了我国育种的新途径。

五、无限风光有制药

在我国首届航天生物技术应用研讨会上 ,专家

们公布了天曲母菌航天搭载的成果 :筛选出世界上

第一个他汀和硒的复合体 ,并依此开发出第一个航

天生物制品和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天然他汀类

药物 ———“天曲”。

1991 年 11 月 ,经过专家的详细论证和有关部门

的严格审批 ,一种被称为 Monascus 的生物菌株搭载

神舟 1 号飞船升空。2002 年 3 月 25 日 ,Monascus 生

物菌株再次搭载神舟三号飞船升空。这种可以生成

他汀成分的微生物菌株 ,经过太空微重力、强辐射、

超真空等地面无法模拟环境的“洗礼”,其他汀含量

及耐硒性能均有不同程度提高。经科学家对其进行

分离、筛选和发酵培育 ,终于研发出一种新的生物活

性物质 ———“天曲”。

据负责“天曲”研制的首席科学家谢申猛博士介

绍 ,“天曲”是一种由多种天然他汀和硒组成的有机

复合体。“他汀”物质是世界公认的用于心脑血管疾

病防治的最有效药物 ,而“硒”是强抗氧化剂 ,其抗氧

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 400 倍 ,能显著抑制血管细胞

过氧化、降低转氨酶。它具有综合调节血脂、养护血

管和保肝护肝的作用。“他汀”与“硒”的成功复合是

航天生物技术对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的重大贡献 ,是

我国在心脑血管病防治研究领域的一项崭新突破 ,

心脑血管病患者即将享用到航天生物技术带来的最

新科技成果。

另据谢博士透露 ,神舟三号飞船还搭载了一种

能生产抗癌药物紫杉醇的微生物样本 ,紫杉醇是近

20 年发现的世界公认的抗癌新药。目前生产紫杉

醇的原料主要是红豆杉的树皮。而红豆杉是世界濒

危的珍稀保护物种 ,价格十分昂贵。如果研究进展

顺利 ,产生高含量紫杉醇的新菌种可望在不久的将

来 ,从中国走向世界。

在国际上 ,载人航天使空间资源的开发利用进

入了更高层次 ,人类正源源不断地从中获得新知识 ,

研制出地球上无法想象的高素质新材料、治疗疑难

病症的高效药物 ,发展对地观测高新技术和空间建

造维修技术等等。可以说 ,载人航天活动及应用是

当代科技发展的制高点 ,我国的科学家又将目光投

向了极具开发前景的各种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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